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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洮南市洮府街道福胜村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棚膜经济，形成了育苗产业，培育出的圆葱

苗、辣椒苗销往全省各地。图为村民在大棚内查看圆葱苗长势。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丁晓云 张燕莉 记者徐
文君 报道 为深入落实省委书记景
俊海在大学生就业创业座谈会上的
讲话精神，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留
吉就业创业，3 月 20 日，“创业奋斗

‘就’在吉林”吉林省高校服务大农
业产业集群毕业生双选会在吉林农
业大学举行。

本次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省
教育厅、省人社厅、省工商联主办，
吉林农业大学、省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指导中心、省就业服务局、长春

市人才服务局、吉林大学、延边大学
等共同承办，是我省深入实施就业
优先战略，聚焦服务“四大集群”培
育和“六新产业”发展而举办的首
场招聘会，旨在为万亿级大农业产
业集群提供基础性、战略性人才支
撑。

据介绍，本场双选会是我省围
绕涉农类高校毕业生举办的规模最
大、需求最多、岗位最全的大型公益
招聘活动，共吸引全省480余家企业
和单位参会，提供就业岗位超过

1.65 万个，是吉林省围绕涉农类高
校毕业生举办的规模最大、需求最
多、岗位最全的大型公益招聘活
动。提供的用人岗位涵盖农业研发
生产、加工储运、消费服务等全产业
链，从专科到博士的各学历层次人
才均有相应的招聘岗位可供选择，
能够满足大学生留吉高质量充分就
业需要。除传统岗位外，还出现了

“智慧+农业”“农产品直播运营”等
新业态就业岗位，吸引了学生的关
注和咨询。当天，吉林农业大学、吉

林大学、延边大学、北华大学、长春
大学、吉林工商学院、吉林农业科技
学院、吉林工程职业学院、长春职业
技术学院等高校5000余名毕业生到
会应聘，部分高校大三学生也前来
了解留吉就业创业政策，提前寻找
留吉就业机会，感受留吉就业氛
围。双选会还同步举行网络直播
带岗，便于有求职意愿却无法来到
现场的学生了解企业用人信息和
投递简历，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和影
响力。

此外，吉林省服务大农业产业
高校就业联盟成立仪式同步举行，
吉林农业大学等 9 所 联 盟 高 校 共
同 倡 导 在 提 高 毕 业 生 留 吉 就 业
创 业 质 量 基 础 上 ，不 断 拓 宽 彼
此 在 人 才 培 养 、科 学 研 究 、社 会
服 务 、文 化 传 承 以 及 国 际 交 流
等 领 域 的 合 作 ，打 造 我 省 涉 农
类 院 校 融 合 创 新 载 体 ，健 全 创
新 发 展 服 务 体 系 ，为 推 动 吉 林
全 面 振 兴 率 先 实 现 新 突 破 贡 献
力量。

480余家企业和单位提供1.65万个就业岗位

我省高校服务大农业产业集群毕业生双选会举行

本报讯 王贺秋 姜鑫 记
者 隋二龙 报道 春耕序幕已
经拉开，为提高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今年，辽源市早动
员、早谋划、早部署，建立“调
度督导机制”，实施“日调度、
周通报”，强力推动全市高标
准农田建设进程，确保在规
定时限内完成 60.77 万亩高
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随着气温上升，大地的
积雪已经融化，春耕生产开
始进入倒计时。走进东丰县
二龙山乡永合村，百余名工
人正在对高标准农田进行沟
渠整治、岸坡防护和机耕路
施工建设，为提升耕地质量、
确保粮食稳产增收攒足后
劲。通过抢先抓早开展高标
准农田建设，特别是在春耕
前完成增施有机肥、灌排沟
渠等工程措施，预计将促进
全市粮食增产 1.2亿斤。

“没修之前，两边的水土
流失很严重，路也不好走，现

在国家投资建设高标准农
田，建的这个护坡能有效减
少水土流失，减少老百姓的
耕地损失，无论是春天种地
还是秋天收地，都极大地方
便了老百姓，也方便收割机
等大型机械进入作业。”永合
村党支部书记李正秋兴奋地
说。

高标准农田主要特点是
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
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
并且适宜机械化耕作，与现
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
应。

据统计，60.77 万亩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完成后，辽
源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将
达到 297 万亩，力争到 2026
年率先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
建成高标准农田。继续加大
黑土地保护建设力度，真正
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
实到位，让“耕地中的大熊
猫”得到有效保护和提升。

助力保障粮食安全

辽源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本报讯 房舒雅 记者 侯春强 报

道 伊通满族自治县围绕全年粮食生
产目标，坚持高位推动，早谋划、早准
备、早部署，全力推进备耕生产工作
有序展开，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当前备耕工作进展顺利，主要农
资货源充足，入户进度较快。目前全
县种子到户到位率达88%，化肥到户
到位率达 72%，农药到户到位率达
26%。

强化组织领导。县委、县政府将

粮食生产工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确
立了今年要在正常年景下力争粮食
总产量实现24亿斤以上目标。制定
目标分解表，明确农业生产工作具体
任务和关键节点，细化推进措施，同
向发力、共同施策。针对扩种大豆工
作，研究制定方案，成立工作专班，统
筹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在政策制
定、工作部署、资金投入方面拿出有
力有效措施，确保任务落地见效。

抓好任务分解。把落实粮食、大
豆面积任务作为全县重点工作，主动
加压，将 200 万亩粮食、5.1 万亩大豆

任务分解下达到各乡镇。充分发挥
考核“指挥棒”作用，将面积落实情况
作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
核重要内容，压实地方政府重农抓粮
工作责任。

加强政策引导。大力宣传省级
种植大豆政策，调动农民扩种大豆积
极性。提前谋划2024年粮油规模种
植主体单产提升主体遴选工作，已
遴选 88 家玉米规模种植主体，13 家
水稻规模种植主体，为今年单产大

面积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谋划防灾减灾工作。会同伊通

县气象局会商气象形势，制定防灾减
灾工作预案，抓好技术和物资设备储
备。制定工作预案，指导相关地区做
好抗旱井及配套设备检修维护，启动
农田排涝沟渠整治工作，确保在夏汛
前完成648公里整治任务。

强化技术支撑。组织县农业农
村局、县融媒体中心组织农技专家开
设“2023-2024年冬春农民大培训”为
主题的农民科技培训直播栏目，目前
已开展多期节目，培训近4万人次，宣

传讲解农民关心的备耕要点、种植养
殖技术等内容，提高农技服务覆盖水
平。在农业技术推广上，组织各基层
单位建立10支服务团队，开展下乡服
务活动，发放农业技术宣传材料2万
余份，农业知识技术手册、单页 1000
余份。

强化种技推介。充分发挥农业
科技对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支撑
保障作用，促进农业强县和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组织相关农业科研和推广

单位对玉米、水稻、大豆等主要农作
物进行品种试验、示范及鉴评，经专
家综合评定优选出适合全县不同区
域种植的农业主导品种25个，其中，
玉米10个、水稻10个、大豆5个。在
综合产业规模、行业影响力、技术成
熟度、推广面积和应用前景等因素，
确定全县主推实用技术15项。

加强农资市场监管。共派出执
法人员 150 人次，执法车辆 50 台次，
完成农作物种子备案220个，下乡入
户排查120户，发放农资安全材料400
份，严厉打击农资领域违法行为。

伊通：提前谋划 全力备耕

本报讯 张艳清 记者 隋
二龙 报道 连日来，随着备耕
生产全面展开，为不误农时，
确保机具在良好的状态下投
入到春耕生产活动，今年，梅
河口市农业农村局提早部署，
印发了《关于开展 2024 年度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安全技术
检验工作的通知》，从 3 月 15
日起，派出市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农机监理人员深入到
各乡镇指导开展农机年度检
验工作。

3月21日，在海龙镇政府
农机集中安全技术检验现场，
农机监理人员分工明确，逐台
核对拖拉机登记证件信息，
拓印发动机、机架号码，检
验 防 护 装 置 、制 动 灯 光 等
部 件 安 全 状 态 ，检 验 工 作

犹 如“ 流 水 线 ”般 快 捷 有
序。

梅河口市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有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始终坚持把解决群众实际
难题作为谋划工作、落实决策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为民服
务作为工作导向，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安排两个
中队协助指导乡镇农机站所

“送年检”到村屯、到农户，寓
管理于服务之中，力争在春耕
生产前，基本完成集中检验工
作。

截至目前，梅河口市农机
监理人员实地到8个乡镇（村
屯）集中完成了农机检验工
作，累计检验拖拉机 678 台，
收割机 56 台，发放农机安全
宣传资料700余份。

梅河口：

农机年检进村屯


